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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鄂西马滑沟金矿为受韧%脆性剪切带控制的中低温岩浆热液型矿床1矿体剖

面具有矿化分带性2似等距性2透镜体自相似性等特点.据此对以 56%+异常区为代

表的第三矿化中段&7中段(进行了找矿预测1这对马滑沟金矿及相关类型金矿床取

得找矿突破有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剪切带型金矿4分带性4似等距性4自相似性4鄂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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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滑沟金矿床位于湖北省西部黄陵背斜核部中段.该矿床产于晋宁期黄陵花岗岩基大老

岭岩套马滑沟单元黑云二长花岗岩体与中元古界崆岭群古村坪组的内接触带 &图 "(1受控于

:; 向马滑沟韧%脆性剪切带<"=1属中低温岩浆热液型金矿床1其特点是小而富1便于勘探及

采选冶.矿石组合为石英%黄铁矿%黄 &斑(铜矿%自然金1矿石类型为含金构造蚀变岩%石英脉

复合型1成矿温度为 ",#>?-’#>1含矿石英脉的石英流体包裹体 @A%BC同位素年龄为 ),$
DE?)*#DE1主成矿期可划分为 /个成矿阶段.围岩蚀变一般常见 ’?-期1以第二2三成

矿阶段的硅化2黄铜矿化与金矿化关系密切.
马滑沟金矿可划分出大体平行的 -个 ::; 向矿带1F号矿带可能是G号矿带在矿区北

部尖灭再现的部分.G号矿带的 :; 向矿体倾向 B;1倾角 *#H?$*H1向 :; 侧伏1侧伏角

’#H?-#H.

" 金矿体赋存特征<’1-1/=

I9I 剖面矿化分带性

马滑沟金矿具有分中段富集的剖面分带特征1自上而下大体划分出 52J27-个矿化富

集中段.各中段矿化特征如下!
5中段!高程"-*#?""*#K1由G号矿带的G?L号矿体组成.地表见矿最高标高为"’*#

K1推测最低标高为 ""*#K1中段垂高约 ’##K.由于该中段中上部矿体大多已剥蚀殆尽1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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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垂高约 !""#$矿石类型以含金硅化 %绢英岩化&构造蚀变岩型为主’含金石英脉型次之$
载金矿物主要是石英及黄铁矿’矿石构造类型以细脉状(浸染状(条带状居多$

)中段*高程 !!+",-""#’由.号矿带的/号矿体组成$地表见矿标高为 !"-"#’工

程控制最低标高 -0"#’垂向约 0+"#’约有 !1+矿体已被剥蚀$/号矿体矿石类型以含金硫

化物石英脉型为主’载金矿物为黄铁矿(斑铜矿(黄铜矿及石英’含铜硫化物明显超过黄铁

矿’以角砾状(块状矿石为主’细脉状矿石次之’矿化强度远远超过 2中段$
3中段*高程 -"",4""#’由5号矿带的6号矿体组成$地表见矿高程约 74"#’于 !--8

年发现9’因工程控制不够’矿体展布有待进一步工作才能圈定$矿石工业类型也以含金硫化

物石英脉为主’含金蚀变岩型为次’载金矿物为黄铜矿(黄铁矿及石英$

图 ! 马滑沟金矿床地质简图

:;<=! >?@A@<;BCADE?FBG@HFG?ICGJC<@J<@AK@L?K?M@D;F
!=崆岭群古村坪组N0O大老岭岩套马滑沟单元N+O黄陵庙岩套乐天溪单元N8O闪长岩N

PO基性Q超基性岩NRO超基性岩N4O闪长玢岩脉N7O金矿脉及矿带编号N-O韧性(韧脆性

剪切带N!"O断层N!!O金化探异常及编号N!0O预测区范围N%注*矿体附近的糜棱岩化变

质岩系捕虏体’因规模较小未标出&

在马滑沟金矿.号矿带’沿矿脉采集第二成矿阶段的含金黄铁矿石英脉样品’将各样品

的 2J(2<(3J(ST(UV(2D(WT(X<等元素含量和各采样部位含矿构造带的产状要素

%倾向(倾角&(厚度等 !!个变量作 Y型聚类分析9’结果表明’深部 )中段/号矿体的样品

与浅部 2中段.,Z号矿体样品相关性较差’而各中段内相邻地段样品的相关程度较高’说

明 2()中段矿体具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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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等距性

这种似等距性在矿带$矿床$矿体及矿化富集区段均有表现%马滑沟矿床&号矿体 ’个

矿化富集区段由南往北间距分别是()*+,$+-.,$+//,$+0’,$+.0,1各富集区段间

高程差分别是 2’,$)2,$0+,$-3,$/3,4表明由南往北和由浅往深4矿化富集区段呈

现 似等距性排布4其间距显示向深部加大和向北部递减之趋势%此外4马滑沟金矿 5$6$7
.个矿化中段垂高约 )**,4无矿或贫矿区段垂高约 0*8+**,4亦呈似等距性排列%

在&号矿带4沿矿脉采集了第二成矿阶段含金黄铁矿石英脉样品4共分析了 3个元素4并

编制沿脉构造地球化学剖面图4其中 59$5:$5;$<=$6>等元素含量曲线呈现出近等距排

列的 0个峰值区 ?图 )@4这些峰值区所在部位大致与矿化富集区段相对应%

图 ) 马滑沟金矿沿脉构造地球化学剖面图

>:") ABC9DB9CEF:GH,GDIG,>DEF;GDB>HJEFHJ:HCG=HKL>JBIGMEI9E:9H:HFKN>GFK
F:7O元素含量对数值 ?元素含量单位(59PQ+*R/4其它元素PQ+*R’@1SO高程P,

!"T 透镜体自相似性

含矿破碎带中透镜体大量出现是马滑沟矿区控矿构造的基本特色%野外露头及镜下多见

不同规模的透镜体%透镜体的成分既有含矿石英脉4也有矿脉间的夹石或旁侧围岩4大部分

透镜体的成生主要与成矿期或成矿期后沿含矿构造带的压剪性改造作用有关%根据分形几何

学原理可计算出矿区内不同规模透镜体的分维值大多为 280U0V4体现出自相似性规律4这是

本区采用类比法原理开展找矿预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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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滑沟金矿!平面上沿矿体走向!透镜体长宽比呈现规律性变化!长宽比峰值所在部

位大致与矿化富集区段相对应"透镜体长宽比最大为 #$%!最小仅为 &’%$(’)!各个透镜体

长宽比峰值间距为 &*)$&%)+,而剖面上沿着矿体倾向!透镜体长宽比与高程有一定相关性"
在 -中段上部为 &’%$(’%!下部为 (’%$*’%!而在 .中段上部为 #$%"各个透镜体的长宽

比峰值区间距为 %)$/)+!总体表现由浅部向深部!含矿构造带内透镜体的长宽比及其峰值

间距离逐渐增大"另外!在矿体旁侧的晋宁期马滑沟单元黑云二长花岗岩体的内接触带!对

(%个糜棱岩化黑云二长片麻岩捕虏体进行测量!其长短轴比值为 (’)%$%’%)!平均为 *’*0"
长轴走向为 *(/1!与含矿破碎带中透镜体的产状及长宽比相近!表明含矿破碎带中透镜体与

捕虏体经受类似的挤压剪切作用"因此!根据透镜体长宽比和递变间距向深部增大的规律!可

推测马滑沟金矿深部仍有较好的找矿远景"

( 找矿预测

马滑沟金矿床是经 &2%万化探及 &2&万水系分散流加密测量而发现的"金矿体均产于异

常区内!金异常多分布于变质岩与花岗岩接触带的两侧"矿区南部和北部均有较强分散流异

常存在!北部 -345号异常规模较大!已圈出 *个 67 向次生晕异常"&55#年在该异常中发

现了 (条厚 )’*$)’%+的含金黄铁 8铜9矿化石英脉:;<"

图 * 马滑沟金矿矿体垂直纵投影及成矿预测图

=>?’* @ABC>DEFGBHIADC>HJKADC>HJEJL+ACEFFH?AJAC>DGBAL>DC+EGMHB
CNAHBAOHL>AK>JCNAPEN3E?H3?HFLM>AFL

&Q矿化富集区段及编号,(Q预测矿化富集区段,*Q断层及编号,#Q勘探线及钻孔

马滑沟金矿矿化富集区段沿走向间距 &%)$())+!垂向间距 %)$&))+!倾伏角 ()1$
*)1!透镜体长宽比 ($%"据此推断深部存在 .RS两个中段!其中 S中段矿化富集区段已有

部分矿体由民窿开采证实!即矿区北西端 -345号异常的南部!已见到品位达 (0’/$*/’/?2C
的含金黄铁 8铜9矿石英脉!应为T矿体的一部分 8图 *9"另外!根据金矿体的上述分布特

征!推断URT号矿体西南部的相应部位还会有金矿 8化9体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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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马滑沟金矿是鄂西黄陵地区具代表性的剪切带型金矿床"矿体具有矿化分带性#似等距

性#透镜体自相似性等赋存特征"并有分中段富集的特点$以 %&’(异常区为代表的第三矿化

中段的发现"不仅对扩大马滑沟矿区找矿远景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黄陵地区及类似地区金

矿的深部成矿预测及现有矿山的 )第二#三富集中段*的寻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项目研究期间"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翟裕生教授给予作者许多指导$何龙清#张业

明#孟祥金等同志参加了部分野外工作"谨致谢意$

参 考 文 献

-./ 熊成云"金光富"韦昌山"等0鄂西黄陵背斜核部中段金矿基本特 征 及 成 矿 预 测 -1/0华 南 地 质 与 矿 产".((2"

+.,3!45670

-4/ 翟裕生"张 胡"宋鸿林"等0大型构造与超大型矿床 -8/0北京3地质出版社".((90(95.4:0

-!/ 彭松柏0大型’超大型矿床形成的时’空结构及意义 -1/0华南地质与矿产".((2"+4,3!45!20

-6/ 张 均0现代成矿分析的思路;途径;方法<<以胶东金矿为例 -8/0武汉3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60.75=90

-:/ 黄定华"叶俊林0分形理论及其在多金属矿研究中的应用浅析 -1/0矿产与地质".((6"2+.,3.590

-=/ 吴淦国0矿田构造与成矿预测 -1/0地质力学学报".((2"6+4,3.560

>?@ABCDEFGAD>HDEAD>>?CIBJ>K?@DKLDMBL
MBENBC?N?ABGH>"O?G>?CIKLP?H"DIN>K?G?DCQK

JBCEHR?ESEBQD>HBIG

TUVWXYZ[’\XYZ."]V̂_‘WXaZ[’b&Z."1V_‘&YZ[’c&4"dVTaZ’efYZ[4"]V%_‘TaZ’gfZ4

+.0hijklmnompqiqrqstuvstwtnxlmyzims{lw|sptr{jsp"}~v!"hijklmn""r#si66!77!"}kiml$

40%spqs{m"r#sivstwtnijlwlmyom&spqinlqitm’l{qxtuqks(r{slrtuvstwtnxlmyzims{lw

|sptr{jsptu"r#si’{t&imjs"hijklmn""r#si66!77!"}kiml0,

D)*+,-.+38YX&Y[/&[/01/2a1a3/\f4f\Y5a\/4Xa25Y0’a3f4Xa25Y0/Za6/Z42/00a17b1&64f0a’
72f440a\XaY28/Za0V4f\6XY2Y64a2f8a1\3Y4fY00b7b8/ZfZ["a9&f1f\4YZ41f\42f7&4f/ZYZ1\a0c\f5f’
0Y2f4b/c4Xa5fZa2Y0f8Y4f/ZY62/\\4Xa8/Za"YZ14a53/2Y00b7b3&0\Y4f/ZYZ1\&66a\\f/Z0%
\aY26Xc/24Xa5/\40f:a0b0/6Y4f/ZXY\7aaZ6Y22fa1/&4/Z4Xa%&’(YZ/5Y0/&\[a/6Xa5f6Y0
Y2aYfZ4Xa4Xf210a;a0+W’0a;a0,7Y\a1/Z4XaY7/;a5a4Y00/[aZa4f62a[&0Y2f4b0V45Yb\a2;aY\
Y[&f1ac/24Xa32a1f64f/Z/c[/01/c4Xa\XaY28/Za’4b3aYZ12a0Y4a14b3a\fZ8YX&Y[/&YZ1
/4Xa2Y2aY\0
R<=>?,@*3\XaY28/Za’4b3a[/011a3/\f4$8/ZfZ[$a[&f1f\4YZ41f\42f7&4f/ZYZ1\a0c\f5f0Y2f4b
/c5fZa2Y0f8Y4f/Z$/2a32a1f64f/Z$Aa\4a2ZB&7afC2/;fZ6a

.2第 4期 韦昌山等3鄂西马滑沟金矿床的矿体赋存特征及找矿预测


